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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评述国外生态美学研究的发展和主要成果，在借鉴国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生态美

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

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

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

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生态美学 环境美学 生态整体主义

发展与成果

国外生态美学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认为，1982年，由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和巴里·萨德

勒（Barry Sadler）主编的《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集》（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1982）在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生态美学或环境美学的兴起。卡尔森是加拿大艾伯塔大学哲学系教

授，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生态美学家之一。他在艾伯塔大学面向哲学、语言文学、美术、音乐等专业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常年开设生态美学课程，培养了一批从事生态美学研究的后起之秀。

在术语方面，目前最主要的有两类。一类是“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或Eco-aesthetics,或Ecological Aes-

thetics），捷克学者和艺术家米洛斯拉夫·克里瓦（Miroslav Klivar）被称为“生态美学”的首倡者。倾向于这个

术语的人认为，“环境”一词有太浓重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与生态美学的基本精神相矛盾。另一类是“环境美

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或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采用这一术语的学者认为，环境美学要关

注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要审视建筑、工程、城市、工业、农业等所有人类创造的环境以及指导这些创造的审

美观、建设观、发展观等观念，或欣赏或批判，因此，用“生态美学”这个术语似乎不能涵盖这些审视和思考，更

何况现存的自然环境几乎无不打上人类的烙印。不过，环境美学所论说的“环境”，其涵义已经从人类中心扩

大到生态整体，特别强调整体意义和整体价值。正如生态美学家伯林特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意义上的“环境”

一词，已经成为“二元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我们所说的环境——包括景观——不只是我们的物质环境，

也不只是我们对这些背景的感知、我们有关环境的观念和活动，还不只是社会和文化赋予环境的秩序，而是所

有这些的总和。作为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环境是人与处境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流的过程的统一体。

由此看来，生态美学也好环境美学也罢，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的逻辑起点都是生态整体主义。生

态思想的核心是整体论、联系观，所指的生态也绝不仅仅是自然生态 ；因此，对“生态美学”不能涵盖人类社

会环境的担心是不必要的。鉴于此，加之有必要避免“环境”所带来的人类中心、人类尺度的误导，又加之当今

绝大多数与生态有关的交叉学科都以“生态+某传统学科”命名，论者以为还是用“生态美学”更为准确。

1986 年，芬兰约恩苏大学教授瑟帕玛（ ）出版了《环境之美：环境美学的基本模式》（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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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of Environment: A General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Helsinki, 1986），此书是第一部生态美学

研究专著。瑟帕玛也由此逐渐成为欧洲生态美学的代表人物。他现任国际应用美学学会会长。

1988年，又一部重要的论文集由著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即纳萨尔（Jack L. Nasar）主编的《环境美学：

理论，研究及应用》（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88）。这部包含 32 篇论文和大量文献索引的文集，是生态美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文献。

1992 年，最重要的生态美学专著《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

sity Press, 1992）问世。作者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是美国长岛大学哲学教授、当代最杰出的美学

家之一、国际美学学会终身荣誉会员。这部专著被誉为生态美学研究进程中的里程碑，它确定了生态美学的

学科特征、核心观念、涵盖范围和主要任务，其权威性的学术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动摇，许多大学的生态美

学或环境美学课程都以它作为首选参考书。此前伯林特已经从事了长达 20 多年的生态美学研究，但直到这

部书问世，他的这一研究才真正为学界普遍接受，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最著名的生态美学家。此后伯林特曾

担任国际美学学会会长（1995—1998）。

1994 年 6 月，首届国际环境美学大会在芬兰的科里召开，中心议题是“面对景观”。这是世界各国生态美

学研究者的首次大聚会，标志着生态美学研究国际化进程的开端。

1996 年，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波蒂厄斯（J. Douglas Porteous）出版专著《环境美学：观念、政治与计划》（En-

vironmental Aesthetics: Ideas, politics and Plan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该书不仅探讨了

生态美学的基本观念、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和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而且侧重分析了生态美学对城乡和荒野的

生态保护，对公共政策和发展计划所能产生的重要作用。

1997 年，伯林特的第二本专著出版，即《生活在景观中：面向环境美学》（Living in the Landscape: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7）。在这部书里，伯林特回顾了生态美

学悠久的思想根源，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对术语问题作了进一步

的辨析；更深入地讨论了生态美学研究在两大领域——观念和应用领域——里的发展前景；总结了生态美学

的主要功能。同年，瑟帕玛主编的《现实世界之设计：环境美学的基础与实践》（Real World Design: The Foun-

dations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University Press of Helsinki, 1997）出版，其中收入第 13 届国

际美学大会（1995）的会议论文 22 篇（该次会议以生态美学为主要议题）。

1998年，伯林特与卡尔森合作，为著名期刊《美学与艺术批评》编辑了一个专辑《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No.56）。

2000 年，卡尔森出版了他的专著《美学与环境：自然、艺术和建筑之欣赏》（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 Routledge, 2000）。这部著作就自然的性质、自然的

自身美学价值、在自然美欣赏方面的形式主义美学态度之批判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阐释了如何

对文学中的景观、日本的园林、建筑艺术以及农业景观进行生态美学欣赏等具体问题。

2002 年，伯林特主编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透视》（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

mental Aesthetics, London: Ashgate Publishers, 2002）出版，收入 13 篇由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撰写的论文。

2003 年 8 月，第五届国际环境美学大会在芬兰的海门林纳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乡村、农业和田园

生活方式的美学透视。除第一届大会的议题是总体性的之外，以后的每届大会都专门讨论一个具体领域，如

森林美学（第二届，1996）、湿地美学（第三届，1998）和水美学（第四届，2000）。

2004年，卡尔森和伯林特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自然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Cal-

gary: Broadview）问世，该书的作者有许多是此领域里杰出的学者，论题包括自然和自然美的价值、艺术欣赏

和自然欣赏的关系、知识在对自然进行审美过程中的作用、自然的审美欣赏与保护自然的伦理责任之关联等。

导言部分对生态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总结。

2005 年，伯林特出版了他的专著《美学与环境》（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 Theme and Variations，Alder-

shot: Ashgate）。他还与卡尔森共同主编了论文集《人类环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Environments，Pet-

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该书将于 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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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的发展十分迅猛，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美学研究的显学。除加拿大和美国之外，芬兰是

最重视生态美学研究的国家之一，五次国际环境美学大会均在芬兰举行。德国的生态美学研究成就也很显

著，利兹大学教授弗兰克·芬利（Frank Finley）曾撰文专门介绍。在波兰伽杰龙尼亚大学哲学院的美学系，一

个很大的生态美学合作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其最终结果是一套丛书。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艺术哲学与

美学教授帕金（Dusan Pajin）以生态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园林艺术，其《环境美学与中国园林》很值得我国学者关

注。印度的学者对生态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萨哈斯（Anvar Sadhath）的《生态美学与华兹华斯

的〈序曲〉》就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意大利锡耶纳大学教授普塞利(R.M.Pulselli)在 2004 年的一次国际会议

上作的主题演讲（后发表于《设计与自然》杂志）《耗散性结构和复杂奇特的吸引力：有关一种新的生态美学的

主题演讲》，被评论者称为当年最重要的生态美学研究论文。

生态美学课程在国外大学普遍开设：除了上述生态美学专家都在自己所在大学长期开设此类课程之外，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开设了“环境美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理系开设了“走向生态美学”、“大草原的

生态美学”、“草原与林地的生态美学”等系列课程，堪萨斯大学建筑系和科罗拉多大学哲学系都开设了“环境

美学”，印度斯里商羯罗查尔雅大学开设了“生态美学与梵语文学”，伯林特等人还在芬兰、瑞典、挪威等国家举

办了六次有关生态美学的国际夏令学校（1995—2002）。在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生态美学“已经具有

国际性规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和不同文化的学者正在这一领域共同探寻” 。

观念与对象

要确立生态美学的学科地位，就必须论证它与传统美学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本质的差异就在于，作为生

态美学哲学思想基础的认识论、世界观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以生态整体主义取代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

工具理性。

伯林特指出，兴起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有关生态的生物科学已经开始迫使我们彻底改变我们的环境意

识。⋯⋯生态的环境观要求一种重大的观点转变，尽管接受这种转变是缓慢而痛苦的。即便在一个世纪后的

今天，它仍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矛盾冲突得难解难分”。“然而，这种生态的观点在不断地发展并持续地

产生影响，并成为当今被普遍接受的环境意识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生态思想的涵盖面也日益拓展，生态系

统的观念由有机体—环境的联系，扩大为整个共同体”。生态美学就是在这样的观念转变过程中兴起的，它是

“后笛卡尔的哲学”，是反对“洛克把自然当作物并与人相分离”的美学，是深受斯宾诺莎自然整体观影响的美

学，它“将每一个事物都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中的整体的一部分”，整体“包含一切而其内部又是密切联系的”。

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伯林特把他的生态美学称为“交融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或整合性环境美

学（the integrated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强调人于自然整体的和谐与交融。由此看来，伯林特的环境美学

与传统的环境观完全不同，其思想实质就是生态整体观。印度斯里商羯罗学院的生态美学家哈利库玛（P. R.

Harikumar）在《生态美学：寻求一个有机的整体》里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核心思想的转变必然导致审美标准的转变：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原野上的食粪虫美不

美？依照传统的审美标准，人们认为它们是肮脏的、恶心的、对人不利的；依照生态美学的审美标准，它们是值

得欣赏和赞美的美好生灵，因为它们对原野的卫生意义重大，因为它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环节。一只食粪

虫一个晚上能够将比它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粪便从地面转移到地下，难怪生态文学作家要惊呼只有提坦

神堪与这小小的食粪虫媲美！难怪生态美学家要批判人们对食粪虫投去蔑视和厌恶的目光。“高峡出平湖”

美不美？过去我们习惯于欣赏这类宏伟的工程，说到底是欣赏我们自己，却很少将这种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

严重违反自然规律的人造“美景”放在生态整体中考察；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去看，那是最可怕的丑陋！卡尔森

说得好，生态美学既然是“全体性美学”（universal aesthetics），其审美标准就必然与以人（审美主体）为中心、以

生态美学：发展、观念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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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利益为尺度的传统美学截然不同。生态美学的审美，依照的是生态整体的尺度，是对生态系统的秩序满

怀敬畏之情的“秩序的欣赏”（order appreciation），因此这种审美欣赏的对象，很可能不是整洁、对称的、仅仅对

人有利的，而是自然界的“不可驾驭和混乱”（unruly and chaotic），而且，决定和制约着这种不可驾驭和混乱状

态的自然规律越是神秘、越是未被人认识，其美感就越强烈 。

以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还必将导致生态审美对象和生态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将审美感知扩大到

整个环境而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和优美如画、柔美壮美的自然景观，将美学研究和美学评价扩大到由自然、

人类和人类的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个世界，是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又一大不同。

生态美学是介入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要不断地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而且还要全面地介入现

实世界和意识形态；它不仅关注自然环境，更要关注人类社会，对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及

其规划政策、生活和生产方式以及指导所有人类行为的自然观、生存观、发展观进行审美评价。这种生态美学

角度的审美评价，既包含正面的、欣赏赞美的；亦包含负面的、批评批判的。伯林特特别指出，后者尤为重要，

对“冒犯和伤害环境的批判”尤为重要，因为它彰显的是生态美学的“否定性价值”（negative value）。生态美学

对美学理论重新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介入社会、介入世界，要为缓解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发出美学家

必须发出的声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需要我们的尊敬和关怀”，整个生态系统需要我们的敬畏与呵

护，美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促使人类学会遵循自然秩序而栖居，学会在尊敬自然和谐的前提下达到我们自

己的目的”。

生态美学研究和批评范围的扩大以及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当代美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大好契

机。看到了生态美学广阔而美好的发展前景的伯林特，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整体性环境美学具有巨大的涵

盖性，不仅包含美学理论，而且包含了我们对由认识和思想构成的更大的社会精神基石的理解。从保护和限

制我们的特定时空——如博物馆、音乐厅等——解放出来，环境美学的尺度终于能够不再被排斥在整个社会

兴趣和行为之外。这样的结果是激动人心的⋯⋯”生态美学家期待着对政府决策、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城乡

建设等所有人类活动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亦将反过来促进生态美学研究自身的发展壮大，更为重要

的是，将推动人类走出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地球的生态美。正因为如此，许多生态美学家经常把

《瓦尔登湖》里的一段话挂在嘴边，梭罗的那段名言是：

能画出一幅画，塑造出一座雕像或者美化几个对象，确实不错；但远胜于此、更为光荣的则是塑造和

描绘出美好的氛围和环境，使我们可以观赏，使我们的所作所为合乎道德（这里的道德与生态伦理学中的

生态道德相近——引者）。能够影响日常生活性质的，才是最高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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